
2023年喝中药心得体会(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
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喝中药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介绍中药剂的定义与作用（200字）

中药剂是中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指的是由多种中药草
药制作而成的药剂。中医药学认为，中药剂能够调节人体内
部的阴阳平衡，促进人体的自愈能力，从而起到治疗疾病的
作用。中药剂具有独特的药理作用和丰富的药物组分，广泛
应用于中医临床实践中。

第二段：中药剂的制备与研究（200字）

中药剂的制备需要依据经典的中药方剂，根据病情进行配伍
药物，然后进行浸泡、煎煮、浓缩等工艺步骤，最终得到中
药剂。制备过程中要注意药物的炮制方法、药材的质量、剂
量的准确性等，以确保药剂的质量与疗效。此外，中药剂的
研究也是中药学领域的重要课题，通过深入研究中药剂的药
理作用、药物组分与药效关系，为中药剂的进一步应用提供
科学依据。

第三段：中药剂的应用与效果（200字）

中药剂在中医临床中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中。通过
调理和平衡人体的阴阳，中药剂能够缓解疾病症状、促进病
症康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比如，散寒祛湿类中药
剂可用于风寒感冒、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和血止血
类中药剂可用于血汗病、便血等疾病的治疗。许多临床实践



已经证明了中药剂的疗效。

第四段：中药剂的注意事项与改进（200字）

使用中药剂时需要注意剂型选择、炮制方法、药物剂量及服
用方法等方面。同时，中药剂的临床应用需要结合患者的个
体差异和病情特征进行个体化的调整。另外，中药剂的疗效
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病症需要辅以其他治疗手段。因
此，中药剂的研究与应用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以更好地发
挥其疗效。

第五段：中药剂的前景与展望（200字）

中药剂作为传统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临床实践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药剂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支持中药剂的疗效。未来，
可以通过进一步研究中药剂的药理作用、药物组分与药效关
系，结合现代医学的技术和思路，提高中药剂的制备工艺和
药效表现，以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为人们的健康做出贡献。

总结：中药剂是中医药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调节人体
的阴阳平衡，促进自愈能力，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中药剂
的制备和研究需要严格控制药物质量，了解药材的药理作用，
同时也要注意剂型选择和病情特征的个体化调整。虽然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但中药剂仍然在临床实践中广泛应用，并有
着良好的前景和展望。通过不断改进中药剂的制备工艺和研
究方法，相信可以提高其疗效，为人们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
献。

喝中药心得体会篇二

以前的我对于中药的认识，认为中药就是凉茶。我出生于广
东佛山的一个农村中，从小家里就有时常煲凉茶清热降火，
所以一直误将凉茶作为中药的全部，但通过了对中药的学习，



我知道了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通
过了学习中药，使我学到了许多的知识，让我懂得了许多处
世为人的道理。

中药有它的起源和发展，同样地，人也有自己的出生和成长;
中药有它具有明显地域性的优质药材，同样地，人也有自己
具有明显地域性的高素质人才;中药要根据医疗、调剂、制剂
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受到炮制，同样地，人要根
据兴趣、爱好、特长的不同而进行专业的筛选受到不同的培
训，受到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药有它自身不同的寒
热温凉四性，作用于人体所产生的反应、收获的疗效是完全
不一样的，不过不同样的药材也有它相似的地方，人也一样，
有自身不同的冷漠、热情、开朗、孤僻等性格，对于不同的
人，关系不同，表现出来的也不大一样。

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肯定会像中药一样有着酸苦甘辛咸
的人生路。虽然人生有数不尽的辛酸咸苦，但是心中苦尽甘
来的甜蜜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人生有它浮升的开心时刻，
同样也有沉降的低落时段，所以必须要有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人生的升降浮沉。人的一生也要学习中药的配伍规律，有自
己一个人单行的时候，有自己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事，但是
时常需要学习麻黄和桂枝，相须行事，互相帮助。有时候则
需要像黄芪和茯苓一样，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合作行事。
而有时候却要用到相畏相杀的关系，降低一件事的负面影响。
还有时候绝对不能做一些会对别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的事，
犹如中药配伍规律的'相反，当然这是可以放止的。

中药的使用，需要有剂量和用法，用量是否得当，直接影响
药效。

总而言之，学习中药使我懂得的很多很多，绝非一时三刻，
三言两语就能概括出来的。以上的就是我对学习中药以后的
体会。



喝中药心得体会篇三

中药剂作为临床中常用的治疗方法，其疗效和安全性备受关
注。作为一名中医药专业的学生，我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深
入体会到中药剂的重要性和优势。下面我将从选择中药材、
合理配伍、药物制备、疗效观察和安全性几个方面，谈一下
我在中药剂实践中的体会和心得。

首先，选择中药材是中药剂制备的基础。在选择中药材时，
必须注重其质量和功效。质量问题要注重材料的来源和采集
时机，采用优质的中药材才能保证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另
外，不同的病症对应不同的中药材，需要根据病情选择相应
的药材。在实践中，我学会了仔细辨别药材的特征，比如形
态、气味、口感等，以便准确选择。

其次，合理配伍是中药剂应用的重要环节。中药剂能发挥疗
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药材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配伍选方时，
需要考虑药材的性味、功效和药理特点。药材的性味是中药
剂配伍中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其呈酸、甘、苦、辛、咸、
寒、凉、温、热等性味，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选择相应
的性味药材进行配伍，以达到药物的协同作用，提高疗效。
个人实践中，我发现药材的性味搭配得当，可以增加药效，
减少毒副作用。

药物制备是中药剂应用的重要环节之一。中药剂主要包括煎
剂、丸剂、水丸剂等多种制剂形式。在制备过程中，需要掌
握好药材的选料比例和药物的炮制技术，以确保药物的质量
合格。我在制备中药剂时逐渐掌握了药材的加工方法，比如
炮制、研磨、筛选等，使药物的成分充分释放，提高了药效。
此外，不同制剂形式适用于不同的患者和疾病，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制剂形式。

在使用中药剂治疗患者后，疗效观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
过观察患者的症状变化和体征改善，以及辅助检查结果，可



以评估中药剂的疗效。在实践中，我学会了仔细观察患者的
整体状况，如舌苔、脉象、精神状态等，以及病情的变化。
在观察疗效时，还需注意判断是否存在药物不良反应，以便
及时调整剂量或更换药材。

最后，中药剂的安全性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中药剂在应用中
需要遵循合理用药原则，防止药物不当使用导致的不良反应。
在实践中，我注意到患者的个体差异和体质特点，因此针对
不同的患者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以减少不良反应。同时，
对于一些有毒的中药材，在使用过程中要加强监测和控制，
确保患者的安全。

总之，中药剂是中医药临床应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疗效和
安全性备受关注。通过选择中药材、合理配伍、药物制备、
疗效观察和保障安全性等方面的实践，我不断提升了自己的
中药剂实践能力。但同时也意识到中药剂的研究仍需进一步
深入，为中医药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案。

喝中药心得体会篇四

在实践结束以后我感觉这个暑假过得异常的丰富，其中最大
的收获就是第一次真正的接触了与中药学专业有关的社会部
门，进行了短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让我亲身经历了
本专业的工作流程，仿佛是一次模拟的职场人生，受益匪浅。

联系到中医院实习是通过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她所读的专
业是药学(中药学方向)。今年过年的同学聚会上，我便听她
聊起了她在寒假时14天的到中医院实习的经验。当时的我兴
奋不已，直说暑假的时候也要一起加入她们的行列。

八月初，我带着从辅导员那开的证明信，和好朋友一起来到
了中医院报道。首先去科教科和那里的医生说明我们是来进
行短期实习的学生，然后科教科开介绍信给财计科和药剂科
说明我们的来意。在财计科交完费后，一位李老师带我们去



中药房熟悉环境。

第二天开始正式上班。我们的实习期虽短，但实习的内容和
其他大三、大四的实习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和专属的指导
老师一样时间上下班，在药房里协助老师抓药，有空的时候
将缺的药材及时补够。

还记得刚到药房的几天，我对药材所在的位置都很不熟悉，
抓一味药就要问一次老师，烦的不得了。于是我在有空的时
候用纸将药材的名字按顺序抄下，再多多转转药盘，刻意的
去记记药的位置，甚至于想到一个联想的办法，比如从下面
开始将药盘编号，将编号和药材的名字进行联想几天下来就
对药材的位置有了大概的印象。

然后再过了几天，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由于我们的中药学
课程还没有学，所以我对药材的药性不是很清楚，老师一开
始教我用药性的方法来归类，然后不知不觉地，下次再见到
这味药的时候就自然想起了上次的暗示，回忆起了药的位置。

在药房里的时光过得很快，每天都是站在药盘中间不停的抓
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机械的工作，没有什么专业度可
言，只要是看得懂字，记得住位置的人都可以胜任这样的一
份工作。药房里的老师每天都找不同的话题来聊，有时候说
得火了甚至还骂两句，但我想，这也是因为工作本身没有太
多的乐趣和潜力的原因吧。

4天的实习生活让我和中药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我记录下
了中医院中药房里所有的药材，同时也将大部分的常用药材
记在了心里。认识了300多种常用药材，我想这是我最大的收
获吧。

带我实习的老师和我算是半个老乡，老师很慈祥，她经常在
工作不忙的时候教我一些认识鉴别中药的方法，也和我讲一
些有关在药房工作的利弊，她说她在药房工作了三十几年，



人情世故见得最多。我还在平时不用上班的时候去安娜老师
家拜访了一回，老师带我参观她的书柜，里面全是有关中药
的书籍，其中最老的竟然比我还要大上三、四十年。我在老
师家借了三本书回去看，受益匪浅。

在实习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为了些了一段实习鉴定，其中有
一句话令我兴奋了一天。她在评语中写到：“由于学习刻苦，
目前已具备了独立操作的能力……”，这是对我的实习工作
的一种认可，也是我这14天来不断努力的最大的收获。

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给了我们更多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在
这写实践活动中，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社会中的一员，在社会
中不断的磨练自己，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学会特殊的技能，
学会更好的容入社会。

这一次暑假的学习实践，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宝剑锋从
磨砺出，腊梅香子苦寒来”这次实践活动有苦也有甜，在魔
力和充实自己的同时，让我更多的认识社会，了解社会，使
自己未踏入社会就已经体会到社会的更多方面。

中药学实习心得体会（篇5）

喝中药心得体会篇五

本人自药房实习以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关怀下，通过自身的
努力和经验的积累，知识不断拓宽，职业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在实习期间内，本人把专业课本《药事管理学》、《中医药
学概论》等课本带在身边，理论联系实际，更好的作用于自
己的工作中。把全心全意为人名服务牢记心中，以礼待人，
热情服务，耐心解答问题，为患者提供一些用药的保健知识，
在不断的实践中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准，让患者能够用到
安全有效、稳定的药品而不断努力。



当患者取药时，我们应以礼貌热心的态度接受患者咨询，了
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同时向患者详细讲解药物的性味、功效、
用途、用法用量、注意事项及副作用，以便患者能够放心使
用。在配药过程中，不能依据个人主见随意更改用药剂量，
有些要含有重金属，如长期使用会留下后遗症和不良反应，
要保证患者用药和身体安全。

在西药房实习期间内，我在领导和几位老师的带领下，从片
剂方面开始实习，之后是针剂、精麻药一一实习，刚进去的
时候因为不熟悉，会有不知所措之感，时间一长就轻车熟路
了，检查药方，估价，取药。审药，发药，每个步骤都能一
丝不苟的进行，坚决拒绝出现错误，得到了领导和带教老师
的一致好评。

在西药房实习之后，我又来到了中药房，和西药房的感觉一
样，刚开始很生疏，熟悉后就不会了。在中药方实习期间，
主要是掌握中药材的性能和鉴别方法，以便于取药的准确性
高。常用的鉴别方法有基源鉴别法，性状，显微镜和理论鉴
别法，有经验鉴别法比较简便易行(眼看、手摸、鼻闻、品尝
和水试、火试)一种药性状鉴别法为例，如何鉴别茎木类中药：
包括药用木本植物的茎火仅用其木材部分已极少数草本植物
的茎藤。其中，茎累中药药用部位为木本植物茎藤的，如鬼
见羽;药用为茎髓部的，如灯山草，通草等。木类中药药用部
位木本植物茎形成层以内各部分，如苏木、沉香、树脂、挥
发油等。鉴别根茎的横断面是区分双子叶植物根茎和单子叶
植物根茎的重点，双子叶植物根茎外表常有木栓层、维管束
环状排列，幕布有明显的放射状纹理，中央有明显的髓部，
如苍术、白术等。单子叶植物外表无木栓层或仅具较薄的栓
化组织，通常可见内皮层环纹，皮层及中柱均有维管束小点
散步，无髓部，如黄精、玉竹等。另外还有皮类中药，叶类
中药，花类中药，果实及种子中药，全草类中药，澡菌地依
类中药，树脂类中药和矿物，动物类中药的性状鉴别。

再者就是中药的炮制加工等技术。例如：通过炮制可增强药



疗效，改变和缓解药物的性能，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
作用，改变或增强药物作用的部位和趋向，便于调剂和制剂，
增强药物疗效。改变可缓解药物的性能：不同的药物各有不
同的性能，其寒、热、温、凉的性味偏盛的药物在临床上应
用会有副作用，有的药物疗效较好，但有太大的毒性和副作
用，临床上应用不安全，如果通过炮制便能降低毒性或副作
用，如草乌，川乌，附子用浸、漂、蒸，煮加辅料等方法可
降低毒性;商陆，相思子用炮制可降低毒性;相子仁用于宁心
安神是如没通过去油制霜便会产生滑肠通便止泻的作用。

中医药学具有数千年的历史，使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
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又是世
界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
响;迄今仍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本人更
是感同身受。

从小体弱多病的我，医院几乎成了我每周必进的地方，感冒
发烧事小，又一次竟流鼻血不止，怎么看都不行，最后却是
几幅中药给吃好了，从那时起我就特别佩服中药，也想以后
再中药学方面有所建树，实习期间在中药房的时间也比较长，
更是觉得中药必西药甚是有趣。

首先是中药的分类比较繁多，很多东西都可入药，例如明代
的李时珍编《本草纲目》一书，分类方法始有重大的发展，
他采用了根据以前本草的分类方法略加修改，把药物分为水、
火、土、石，草。谷、菜、果、木、器、虫、鳞、介。禽、
兽、人等十六部外，又把各部的药物按照其生态及性质分为
六十类。例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毒草、蔓草、水草、石
草、苔、杂草等。而且他还往往把亲缘想进或相同科属的植
物排在一起，例如草部之四，隰草类中的53种药物中，有21
种属于菊科，而且其中10种是排在一起的。这种分类方法有
助于药材原植物(或动物)的辨认于采收，对于澄清当时许多
药材的混乱情况起来很大作用。现在记载中草药的教科书所



采用的分类方法，根据其目的与重点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
四种：1安药物功能分类——如解毒药、理气药、活血化瘀药
等。按药用部分分类——如根类、叶类、花类、皮类等。3按
有效成分分类——如含生物碱的中草药、含挥发油的中草药
等。4按自然属性和亲缘关系分类——先把中草药分成植物药，
动物药和矿物药。如麻黄科，木兰科，毛良科等等。

上述各种分类方法各有优缺点，究竟以采用哪种分类方法比
较适宜，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目的与要求。

总而言之，在药房实习的这段期间，我以认真的工作态度、
热情的服务态度，得到了领导和带教老师的一致好评。在以
后的工作中，本人会更加努力，遵守职业道德，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为我国的医药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微
薄之力。

中药学实习心得体会（篇4）


